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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说明 ．

·出版说明· 1

1992年以来，包钢档案馆为加快修志进度，开始分编内部印

行《包钢志》送审稿，星请包钢志编纂委员会成员、包钢志主编、方

志界专家、学者和同仁，以及包钢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审阅。为迎接

包钢建厂40周年大庆，作为《包钢志》重要组成部分的《生产志》，

以最快的速度编完付梓。 ．

／

1． 按照《包钢志》篇目设计(二次修订稿)的规定，本编共5章，

’30节，约50万字。本编记述的内容，上限起于1959年9月，下限

讫于1990年12月。+ ．

’

1990年3月起，公司各二级厂矿按照包钢志编纂委员会的部

署，陆续开始《生产志》初稿撰写。各单位撰稿人遵循“观点正确、

资料翔实、体例完备、特点突出、文字严谨"的原则，广泛搜集资

料，认真核对精选，写成反复修改。但是，由于资料缺失严重，撰稿

人对生产熟悉程序不一，致使志稿未能按照标准交付。加之，在编‘

辑过程中，责任编辑数易其人，最后由多人成稿；编审由二人负

责，未及统稿，风格体例恐难一致；由于成书仓猝，舛误之处势所

难免；敬请审阅者不惮劳烦，提出修改意见，以便志书在定稿时予

以修改。 ．

。
．

f 、

、；本编各章节撰稿人分别是：第一章综述：张宗耀；第二章

矿山原料系统的生产。第一节铁矿石：张连洪、彭振林、黑脑包．’
。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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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·出版说明·

铁矿办公室；第二节石灰石：董力群；第三节白云石：张平；第

四节硬质粘土：陈志华；第五节软质粘土：边柱安；第六节

其它矿产品：吴寿山；第七节铁精矿：黄锡武；第八节人造富

矿：袁兆武；第九节洗精煤：潘渊、李凤仙；第十节冶金焦及化
：“

．

工产品：贾凤云，第三章钢铁冶炼系统的生产：第一节生铁t

王彦德；第二节钢：窦满元；第四章轧钢系统的生产：第一节

钢坯：戴永康；第二节轨梁钢材：黄忠辉、周凤杰、金东祥、

罗志刚、宋继宏、赤荣；第三节无缝钢管：于忠诚；第四节线

材、棒材：崔宝祥；第五节带钢、焊接钢管：王月槐，第五章附

属辅助系统的生产：第一节厂区给水、排水：赵世杰、杜树铭、

刘福刚；第二节 厂区供电：刘万生、杨瑞君I第三节热电：

李振袖；第四节燃气、重油：曹敬、王雁；第五节氧气、压缩空

气：侯十州；第六节废钢、氧化铁皮加工：郭夙；第七节耐火材

料制备：张金军；第八节机械设备及部件、备件修造：齐刚、杨华

等；第九节 电机电器修造：张殿宝；第十节炉窑修理：李镇I第

十一节土木建筑、机械设备大、中修：商素婷、宛书春；第十二

节铁路运输：李连菊；第十三节公路运输：金民。
，

本编各章节的责任编辑是：金连升负责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五

节、第三章第二节、第四章第一节、第二节I杨永本曾对第二

章第八节、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五章第一至十三节进行编辑加工，

周铁相曾对第四章第三至五节进行编辑加工；后由张富泉对第二

章第八节、第三章第一节、第四章第三、第四、第五节、第五章第六

节进行再加工；陆莹对第二章第六节、第七节、第九节、第十节进

行编辑加工；白茂槐对第五章第一节至第五节和第七节进行再加



-工，李志双对第五章第八节至第十三节进行再加工。

本编各章节盼审订分工是：副主编张宗耀负责第一章、第二

章的第六至第十节、第三章的第一节、第四章的第三至五节、第五

．章的第一至七节I主任编辑章银泉负责第二章第一至五节、第三

章第二节、第四章第一至二节、第五章第八至十三节。包钢档案馆

馆长徐晓明全面组织、领导了本编的编纂与出版工作；副茜k

张喜成协助进行资料搜集和组织领导工作。、

本编记述内容，主要是钢铁生产系统的生产。有关稀土、铌方

面的生产，请参阅第七编鬈资源综合利用志》。 ，

送审稿出版前，未经公司保密机关审查，史实与数据尚待进

一步核实、订正，志稿中的资料不得公开引用，违者必究。

包头钢铁稀土公司档案馆

1994年4月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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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． 1959年9月26日5时50分，包钢一号高炉流出了第一罐铁

水，它昭示着内蒙古寸铁不产的历史已经结束。它向世人宣告：新

中国第三家大型-钢铁企业——包钢，开始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

用。在由此刻肇始至1990年末的32年间，数万名各族包钢职工

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关怀下，在全国各兄弟单位的支援下，面对建

设时期遗留的种种问题，面对特殊的资源条件、面对在一段时间

极。左一路线的干扰与破坏，他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艰苦奋

斗，顽强拼搏，不断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，探索并且掌

握了包头矿特殊的采矿、选矿、烧结和冶炼工艺技术和操作规律，

不断改善产品结构、提高产品质量、增加产品产量、降低物料消

耗，于艰难竭蹶之中，走出了一条发展钢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

的宽广道路(有关资源综合利用的记述，请参阅第七编《资源综合

利用志》)。

包钢钢铁生产的发展，大体上经历了：初级产品生产、深加工

产品生产和优化产品结构三个阶度。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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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级产品生产阶段，时间从1959年到1965年。

在标志着包钢建成投产的一号高炉出铁前后，到1965年的6

年间，包钢先后有两座1513立方米高炉、3座65孔焦炉、3座500

吨固定式平炉、1个浮选系列等主体设备投入运行，形成了年产铁

170万吨、钢85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。

包钢投产于“大跃进’’年代，在急于求成思想的指导下，包钢

缓建了选矿厂和烧结厂，采取富矿直接入炉的方式炼铁。由于包

头矿的矿物组成复杂，与铁矿伴生的矿物很多，在未经处理和加

工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冶炼，出现了诸如：风口及渣口大量破损，出

铁口严重侵蚀，炉缸堆积，热风炉损坏，以及高炉频繁结瘤等问

题，以致高炉不能正常出渣、出铁，生产水平很低，原燃料消耗高。

据统计，在1959年至1965年期间，共生产生铁254．74万吨，年产

生铁平均仅有40多万吨；高炉利用系数在o．54～0．93吨／立方

米·日之间，综合焦比在675～1092千克／吨之间，风温在696～

1042℃之间，休风率在2．89～13．90％之间，两座高炉风口损坏达

6588个。一号高炉生产初期，铁口泥套只出铁两三次即损坏，泥套

不良导致铁口深度不够、跑大流、堵不上铁口事故接连发生。1960

年上半年，一号高炉烧坏渣口193个，平均每月损坏32．1个。是

年4月份，损坏渣口51个，超出正常水平的几倍至十几倍l一号

高炉开炉1个月便发现结瘤，炸除后3个多月再次结瘤，高炉基

本上处于烧炸瘤—_生产——结瘤——烧炸瘤的恶性循环之中，

大约有70％的时间带瘤作业，1959年休风率达8．92％，1960年

休风率达12．94％，1961年休风率竞达13．90％J由于设备事故

多，频繁炸瘤，使高炉难于维持正常生产。包钢一号高炉投产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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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9月、二号高炉投产于1960年9月，但两座高炉最初只能

维持1座生产。 ·

1960年5月1日、10月13日和11月26日，包钢炼钢厂一

号、二l号和三号500吨固定式平炉相继投入生产。采用大型的500

吨固定式平炉炼钢，具有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。由于设备新、铁水

含磷高达0．7～1．O％(设计指标为o．14％)，包钢工人和技术人

员缺乏在大型固定式平炉上冶炼这种铁水的经验和措施，开炉后

就遇到了操作问题。在冶炼过程中，因为渣量大，熔化期渣层厚达

1米，传热恶化，所以，对炉顶及前后炉墙侵蚀严重。有时，初期渣
●

甚至从炉膛经煤气喷出口流入沉渣室，将两个沉渣室之间的大墙

很快侵蚀坏。由于熔毕磷高，精炼非常困难，要换3至4次渣。有

时，钢中碳比成品低了，但磷仍未降下来，只好被迫改变钢号。上

述问题的产生，导致了平炉冶炼时间长，炉体寿命短、钢种合格率

低、消耗高、事故多等被动局面的形成。据统计资料表明：1960年，

平炉利用系数3．99吨／平方米·日，钢锭合格率92．75％，平炉作

业率68．83％，平炉冶炼时间17小时53分，平炉炉顶寿74．3炉

次，金属料消耗1264千克／吨。1961年，平炉利用系数1．24吨／平

方米·日，钢锭合格率96．65％，平炉作业率20．50％，平炉冶炼

时间18小时39分，平炉炉顶寿命78．8炉次，金属料消耗1202千

克／吨。1962年，平炉利用系数3．63吨／平方米·日，钢锭合格率

88．62％，平炉作业率57．72％，平炉冶炼时间17小时，轧后废品

率5．30％，平炉炉顶寿命64炉次，金属料消耗1355千克／吨。在

从1960年至1965年的6年间，共产粗钢111．37万吨，平均年产
● ．

钢仅有18．56万吨。4，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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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5月22日、11月5日和1960年7月30日，包钢焦化

厂四号、三号和一号nBP一56型双联火道65孔大型焦炉先后投

产，形成了年产机焦129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。但在投产后不久，

因原料煤供应不足，煤种又不齐全，焦炉经常处于非计划延长结

焦状态下生产。到1961年初，包钢两座高炉被迫停炉大检修，焦

炉除了需要发生一部分煤气供自身和平炉加热外，则无需生产焦

炭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包钢焦化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共同进行延

长结焦时间的科学试验，并且取得了成功。在1959年至1965年

期间，包钢共生产焦炭432．28万吨，平均年产机焦61．75万吨。

其中：1959年，来煤平均运距1095公里，结焦率79．01％，吨焦耗

湿煤1345千克／吨，灰分15．oo％，硫分o．71％。1960年，来煤平
●

、

●

均运距】944公里；结焦率81．23％，吨焦耗湿煤1316千克／吨，灰

分15．97％，硫分0．75％。1961年，来煤平均运距952公里，结焦

率81．50％，吨焦耗湿煤1312千克／吨，灰分17．94％，硫分

o．87％。由于当时焖炉和冷炉频繁，且时间又长，结焦时间变化大

(四号焦炉1961年9月8日结焦时间长达405小时)，机械、电气

操作事故连续发生，机焦生产很不正常。

包钢投产于“二五"计划初期，全国掀起“大跃进"运动，在

“左”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，使得高指标、瞎指挥、浮夸风和“共产

风”盛行，一部分坚持按科学态度办事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领导

干部被戴上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"帽子，被撤职；有的领导干部甚

至被打成“反党集团’’；这对某些干部造成很大伤害，一些干部的

����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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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、拉枯、侗、土家等20个民族所组成，这是一支能吃苦，敢打硬

仗的产业大军。在包钢创建初期，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唐嗣孝、龚
，

宝仁、胡尔宝音、孟庆馥，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李光义、陈

昌武、秦培祥、刘志祥、王凤昌等多人，他们为包钢生产发展作出

了巨大贡献。

’

深加工产品生产阶段，时间从1966年到1980年。

包钢在“二五力计划期间投产时，因为遇到经济困难，配套工

‘程被迫停建，只能生产生铁和钢锭等初级产品，产值和利润都很

低。在“三年调整"、“三五"计划和“四五"计划期间，国家先后投资

15．58亿元，使原料系统和轧钢系统及一些重要辅助设施相继投

产，从而使包钢成为全国大型钢材生产基地。在1966年到1980

年期间，包钢建成投产的主体设备有：选矿5个生产系列、75平方

米烧结机4台、96平方米隧道窑2座、162平方米带式焙烧机1

台、nBP型65孔焦炉1座，1800立方米高炉l座，500吨固定式

平炉1座，50吨氧气顶吹转炉3座，1150毫米初轧机1套，950／

800／850毫米轨梁轧机1套，400毫米无缝钢管热轧机1套等，以
●

●

及一批辅助生产设施和稀土生产设施；在钢铁主要产品方面，形

．成了年产铁矿石600万吨、铁精矿251万吨、人造富矿400万吨、

机焦180万吨、生铁270万吨、钢201万吨、初轧坯138万吨、轨梁

钢材110万_吨、无缝钢管15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。

。包钢一期工程建成投产的“三五”至“五五?计划时期，其中有

10年处于“文化大革命一运动阶段。在这个时期，包钢的生产蒙受

了严重的损失，成为全国冶金系统的“老大难"单位。直到这场浩

j{J—_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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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产才出现新的转机。二‘
●

6年，是包钢投产初期生产最好 i

的一年；这一年，铁矿石产量达到649．37万吨，焦炭产量比上年

(46．54万吨)翻了。翻还多，达到108．89万吨，生铁产量较上年

提高40万吨，达到91．35万吨，钢产量由上年的28．92万吨，升至
● -

61．64．万吨；由于选矿和烧结系统投产，炉料已经从全部生料冶炼’．

的困境中摆脱出来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也得到空前挺高，高炉莉
●

用系数达到1．01吨／立方米·日，高炉风温提高到1093℃，生铣

合格率为99．80％，高炉休风率为5．21％，平炉利用系数为6．86

吨／平方米·日，平炉钢锭合格率达99．14％，轧后废品率降至
●

●

o．25％，平炉炉顶寿命达349炉次，工业总产值21511万元，实现

利税5521万元(其中盈利4762万元)，按产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

产率达8659元／人··年。 ．，

●
’

6这样好的生产形势，被一场。文化大革命一葬送了．本来，在
●

1965年10月包钢开展的“四清一运动中，就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出

现了“左一倾错误，伤害了一些好的或基本好的干部。。文化大革+

命一则把“左一倾路线推向极致，从1966年6月开始，先后批判包
，

钢的“三家村"黑店、。挖出一选矿厂。反革命集团劳、将包钢主要领
’

导人打成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遭到批斗，大批干部和群众被打．

成“牛鬼蛇神片受到迫害。到是年12月，包钢的生产秩序被完全打

乱。1967年1月23日，包钢的某些群众组织的头头也仿效上海

q。月风暴"的做法，向包钢党、政机关夺权，包钢生产指摔系统失

灵。同年2月24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包头军分区以及

驻包部队介入。文化大革命一，到包钢“支左哆，但包钢生产大幅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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